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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黄锦奎

执序者简介: 黄锦奎， 当代著名学者、经济学家、哲学家、

作家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 ; 价值转化工程创始人 ; 先后获得 "深

圳市杰出专家"、"广东省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家"和"国家有

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" 荣誉称号 ; 是享受 " 国务院特殊专家津

贴" 的杰出经济学家 ; 广东省第二届十大杰出青年 "广东省杰

出青年功勋章 " 获得者 ;中 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 国散文诗学会

副会长，中国诗歌学会副秘书长 ， 深圳市作家协会顾问，中 国

书法家协会会员 ; 入选英国剑桥、美国名人传记 中心《世界名

人录 ~ ; 所创立的 "价值转化工程" 新学科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

列为 "20 世纪亚太人文与科学宝贵财富" 。 历任广东省梅州市

人民政府副市长 ，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区长(正厅局级) 等

职务， 现任深圳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。 (资料来源 : ~ 黄锦奎选集》

(六本卷)广东省人民出版社 2009年出版)

盛世修史，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，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

的关键所在。 二十四史中的鸿篇巨制，无一不产生于盛世。两

汉四百年，催生了司马迁的 《史记》 和班固的 《汉书)) ; 盛唐时

代，孕育了房玄龄和魏征的"五代史书"康乾盛世，清朝统治

者入关第二年即设立明史馆，至康熙十八年，政局稳定， 经济

繁荣， 即着手编修《明史》 。

从历代统治者对修史的重视，可知史志编修的重要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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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υ代中国，是人类史上最盛大的复兴，是中华民族的又

盛世。改革开放己届三十春秋，盛世的旋律，不仅萦绕在城市

上空，也回荡在广袤的农村大地。频临南海的澳角渔村，渔业

经济的繁荣程度，其经济总量己不可小视，此时来编修村志，

是再适当不过的了 。

"以 史为鉴，可以知兴替 " 。 村志虽是史书中的最小单位，

麻雀虽小，五脏却全，它通过记录一个地域的风土人情，使民

风民俗中的美德和人文精神得以保存、延续和发扬光大，以真

善美劝喻和启迪后来者，增强凝骤力与和睦团结精神。澳角村

志的编修，既是对澳角近千年历史变迁的追述，也是当今农村

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。

澳角地处南海之滨，风光秀丽，资源丰富。"青若笠，绿菱

衣，斜风细雨不须归"创村初期，澳角先民就用最原始简陋的

工具，进行岸滩捕捞作业，开发海洋资源 : 明清以来，澳角渔业

直领全县风气之先:建国初期，澳角渔业为国家输送了数豆

庞大的鱼需品，为百废待兴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不小的贝

献，也给自己的村庄带来了极大的政治声誉 : 如今，改革开放

走过了三十个春秋，澳角较大型渔船已发展到四百多艘，渔业

捕捞量一直位居全市之首，人年均收入约二万元左右，率先进

入小康生活水平。且随着经济的发展，人们的思想意识、 生活

观念、乃至行为准则都呈现出多元化的裂变，面临着一个道德

规范的重新构建问题，这个时候来编修村志，把澳角父辈的传

统美德用文字固定下来，以期对子孙后代有或多或少的教化

作用，是一份刻不容缓的工作。尽管澳角历史记忆己随着老一

辈人的逝去而逐渐变得稀薄，但亡羊补牢，犹为未晚 。 盛世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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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，传承文明，可喜可贺 !

村志是史书中的最小单位，但滴水能够映射太阳， 一朵浪

花也是浩瀚大海的组成部分。从这本村志中，我们可以捕捉到

许多远逝的信息，可以感受到时代变迁的节律，可以聆听到历

史迂回前进的足音。在国难当头、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，澳角

村从来不乏精忠报国的热血志士。辛亥革命时期，在广州读大

学的澳角子弟毅然抛弃学业，技身到推翻满清王朝的民主革

命运动中去，参加北伐，冲锋在前，不甘人后 ; 海陆农民革命时

期，澳角渔民揭竿而起，组织农会和赤卫队，与地主豪绅及国

民党反动派作殊死的斗争:抗日战争时期，澳角子弟冒着枪林

弹雨，战斗在杀敌的第一线 : 抗美援朝时期，澳角子弟入朝参

战，血溅异国疆场 。 "位卑未敢忘忧国" "国 家兴亡，匹夫有

贵 "澳角子弟，就是这样的 。 而在渔农开发上，澳角父辈们亦

渔亦农，辛勤耕耘，用锄头和船桨在古凤山土地上书写了一页

页壮丽的诗章， 铸就了"鱼米之乡"的美誉。遥想清末民初那

千帆竞发、万椅击流的盛大画面，聆听昔日那大片田园上的锄

音犁声， 至今仍令人心荡神驰。 世世代代的渔农开发，不仅创

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，同时也沉淀了深厚的文明底蕴。澳角民

间艺术，多姿多彩 ; 澳角地域，代出英才 ; 澳角先辈急公好义的

薪火，至今传递不绝。造桥修路，扶危济困，义务助人，这就是

值得传承的文明。

澳角经济正面临着一个新临界点 。 随着时代的变迁，澳角

农业已成为历史，但渔业所产生的高附加值，即渔业经济的规

模更为庞大。澳角村面积仅有 2 .4平方公里，地盘狭窄， 人口

众多，但紧邻南海，有2 . 5公里的海岸线，在建设社会主义新



奥角 村 ，走

农村政策的主导下在海岸旅游开发的商业大潮的催动下，仍

大有可为 。放眼未来澳角经济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 历史将

赋予澳角另一个黄金繁荣期。

暮春三月，草长莺飞 。 伴随着百花送来的馨香， 一叠厚厚

的题为《百年沧桑凤山乡》的稿件， 放置在我书房的案头。展卷

阅读，欣喜之余，也欣然命笔 。

本书的编者黄惠长，近几年开始在广东文坛上崭露头

角 。据我所知，作为省作家协会重点梯队的培养对象之一，惠

长本身有自己的创作任务，村志编修的担子辗转落到他的肩

上，他只得搁下于头一部正在连载的长篇小说，抱着抢救当地

文化的心态，走访调查，伏案检索，日夜撰写 ， 历时年余，村志

始得付梓。

这部村志读后，觉得体例编排科学， 类目设置合理，文笔

通俗流畅， 体现了较高的编篡水准和文学水平，是一次成功的

史志撰修。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主编者古学素养不错，

引经据典，旁征博引，古文典籍与唐诗宋词满纸狼藉，俯拾皆

是， 又恰如其分，避免了一般史志类书籍质木无文的缺点， 笔

法颇似余秋雨的《文化苦旅)) ，文采斐然，某些章节单独抽取出

来，就是一篇优美的散文。又敢于提炼群众语言，字里行间兼

具优雅与通俗元素， 体现了较为独特的美学追求。同时，这本

村志具有一定的思想价值 。文章应该 "经世致用 "不"经世致

用 "就是一堆废纸。 一本称得上较好的书， 作者(或编者)都应

该有一定的价值取向，以导引人向真善美方面发展。在思想意

识呈现多元化裂变 、突破道德底线屡见不鲜的社会转型期，有

责任感的作家， 应该有意识担负起教化与道德重构的历史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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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，而不仅仅是以文字游戏取悦读者，更不应该计算商业利

益、以提取版税为唯一目的，这就是写作态度的严肃与不严肃

的分水岭。 从这本村志中，我们可以读到昔日的许多美好、纯

净的东西，所以这种书是"开卷有益"的。

惠长扎根基层， 有较为深厚的生活积累和文学功底，加上

较为严肃的写作态度，相信他在本世纪的文坛上能开拓出一片

新天地，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。

、u然，这本村志的编修，与当地村政主管干部对精神文明

建设的重视是分不开的 。 他们重视文化、得力协调，功在千古;

而澳角民间老一辈，热诚提供资料，从旁协助， 无私奉献的精

神，当与史志共存 。

当然，由于时间匆促，这本村志错漏之处在所难免，这是

应该也可以谅解的。假如没有人挺身而出， 挑起撰修担子，相

信再晚若干年，澳角历史将随着老一辈的离世而从此涩没无

踪 。 所以，我们不能求全苛责，而应该体谅主编的呕心沥血，以

宽容的心态对待不足之处， 并期待在再版时予以补充和订

正 !

借此机会，祝乡亲们身体健康，家庭幸福，事业兴旺发

达 !也祝愿澳角这只美丽的凤凰，展翅高飞，再续辉煌 !

是为序 。

黄锦奎辛卵年春月于鹏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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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编简介: 黄惠长 ， 广东作家 ， 惠来县文学协会常务副会

长 。 20世纪 60年代 出 生于揭阳市惠来县澳角湾 ， 1985年开始

文学创作， 处女作中篇小说 《遗落在海滩的脚印 》 获 "汕头市建

国 50周年征文"奖， 曾参与 "冯骥才民间文化抢救 · 惠来区域普

查"工作， 并主编 《 中国民问三套集成 · 惠来卷 ~ ， 其中 17篇被

录入省卷。 现已有小说、散文多篇在省级及国家级刊物发表，

中篇小说 《 飞鱼 》 被收入"中国国家图书馆数据库长篇小说

《情迷六合 》 正在上海盛大集团的 《起点中文 》 连载 o 2006及

2008年连续两度被选拔进 "广东省作家协会作家班" 进修， 是

省重点梯队的中青年作者之一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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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例

一、 本志由棋子 、 正文 、 附录三部分组成 。 内容按类别收成

专章，采用文字 、 表格、图片综合予以表述 。

二、本志时间跨度，上始于春秋时期的古百越时代，下止

于公元 2011年。 而集中收录的是澳角村解放前50年 、 解放后

60 年的百余年史事，所以志题中的"百年"是概数，而非确

数。

三 、 本志第十二章 "凤山八景"分别录入澳角村五景 、 华

家村三景。 明清及民国时期， 两村原为一乡， 合称凤山乡 。 "凤

山八景"为澳角 、华家两村所共有。

四、 本志第九章第四节 "公益记录 " 部分， 其收录标准是:

投放公益事业达到 5 万元以上者 : 第七章第三节"文学艺术"

部分， 其收录标准为 : 个人作品曾在省级以上杂志或网络发表

者 : 第十七章 "精英人物" 部分收录标准为 : 团级、处级、 高

工 、 教授及国企处级单位负责人 。

五 、 本志引用的关键性资料都详细注明出处， 少数非关键

资料且不涉版权者，为页面干净， 一般不加以注明 。

六 、 本志编修的另一 目 的，旨在为当地青少年学生提供一

份乡土读物。 让"乡土文化"走进语文课堂， 是当前语文教学界

的一大共识 。 为贴近青少年学生的写作套路，本志摒弃一般史

志类书籍客观实录的老式写法，而尝试运用铺陈式的散文风

格，力图史实性和文学性两相兼顾，以期对青少年学生的写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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练习有所助益。

七、本志引用本县史志书主要有二部、清康熙二十六

年编修的《惠来县志>> ; 2 、 2002 年惠来地志办主编的 《惠来县

志》。本志引用时称前者为《惠来县志>>，称后者为新 《惠来县

志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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